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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线辣椒骨干自交系主要性状的配合力分析 

李  颖，徐小万，王恒明*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广州 510642） 

通过对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的 7 个线辣椒骨干自交系进行配合力分析，为线辣椒自交

系和杂交种的选育提供理论依据。供试材料为 7 个高代自交系材料（P1、P2、P3、P4、P5、P6、P7），

按 griffing 双列杂交Ⅱ设计，于 2009 年秋配制 21 个杂交组合。2010 年秋将 21 个 F1 及 7 个亲本种

植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白云基地，完全随机区组排列，3 次重复。小区面积 5 m2，畦长 10 m，畦宽

1.5 m（均包沟），株距 33 cm，每畦 2 行，每小区定植 18 株。8 月 3 日播种育苗，9 月 2 日定植，常

规田间管理。调查小区前期产量、小区总产量、单果质量、果长、果宽、果肉厚、株高、开展度共

8 个性状。试验数据按 DPS 数据处理系统进行分析。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组合间各性状均存在极显著差异，可以进行配合力方差分析；配合力方差

分析结果表明，各性状的 GCA 和 SCA 均达极显著水平，说明这些性状在组合间存在极显著差异。 

一般配合力（GCA）效应分析：一般配合力是指某一自交系在某杂交后代中的平均表现，是由

基因的加性效应决定的，是可以遗传的部分。试验结果表明，线辣椒不同自交系同一性状 GCA 效

应有着很大差异。前期产量 GCA 显著或极显著大于零的自交系有 P7、P6、P3，其配制的杂交组合

多表现挂果早、采收早，前期产量高，其中 P7 的值最高；总产量 GCA 显著或极显著大于零的自交

系有 P3、P6、P4 和 P2，其中 P3 最高，所配制的杂交组合总产量一般较高，而前期产量 GCA 最高

的 P7，其总产量 GCA 为最低，说明前期产量的 GCA 与总产量的 GCA 并不一定成正相关；单果质

量、果宽 GCA 显著或极显著大于零的自交系有 P5、P3、P4，说明其所配制的杂交组合单果质量、

果宽比较大，且各自交系单果质量与果宽 GCA 排列基本相似，说明单果质量与果宽存在一定的正

相关；果长 GCA 显著或极显著大于零的自交系有 P6、P3、P4、P5；果肉厚 GCA 显著或极显著大

于零的自交系有 P3、P1、P7、P5；株高 GCA 显著或极显著大于零的自交系有 P3、P2、P1、P6；

开展度 GCA 显著或极显著大于零的自交系有 P2、P6、P1、P5、P3。 

特殊配合力（SCA）效应分析：SCA 是指两亲本所组配杂交种的水平，由基因的非加性效应决

定，是不能遗传的部分，受外界环境条件影响较大，可用于指导杂种优势利用和杂交种选育。试验

结果表明：不同组合的任意某一性状的 SCA 效应都有很大差异，其中总产量性状表现最好的是 P2 × 

P4 和 P2 × P5，前期产量性状表现最好的是 P3 × P4，P1 × P7，单果质量性状表现最好的是 P1 × P7，

P4 × P6，其余各性状表现较高 SCA 的组合有 P3 × P6，P3 × P4，P1 × P7，P2 × P4，P3 × P6。 

本试验结果表明，在参试的 7 个自交系中，一般配合力在多数性状上表现较高的自交系有 P3、

P6、P4；特殊配合力在多数性状上表现较高的组合有 P2 × P4，P × P4，P1 × P7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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